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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投入文学写作已三十年。
回顾身后这些零散足迹，不免常有惶愧之感。
以我当年浓厚的理科兴趣和自学成果，当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人生前景。
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运抛掷，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写作这条路的。
我自以为缺乏为文的禀赋，也不大相信文学的神力，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为，不过是心
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
我把自己的观察、经验、想像、感觉与思考录之以笔，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却常常觉得力不
从心，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这种纸上饶舌有何意义。
人过中年的我不时羡慕工程师或医生的职业——如果以漫长三十年的光阴来架桥修路或救死扶伤，是
否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坚实的惠人之效？
　　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
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
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
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
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
，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
择和反应。
身逢其乱，我无法回避这些变局，或者说应该庆幸自己遭遇了这样的变局，就像一个水手总算碰上了
值得一搏的狂风巨浪。
　　积累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不过是记录了自己在风浪中的一再挣扎，虽无甚可观，却也许可为后人
审思，从中取得一些教训。
　　精神的彼岸还很遥远，在地平线之下的某个地方。
我之所以还在写下去，是因为不愿放弃和背叛，还因为自己已无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已。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八成左右。
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我对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订。
　　所涉及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恢复性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出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
不是很充分。
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初期，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顾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甚至越俎
代庖地直接动手——还不包括版面不够时的偶然剪裁。
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者所愿，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
　　二是解释性的。
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带来公共语境的频繁更易。
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如“四类分子”“生产队”“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
现在已让很多人费解。
“大哥大”“的确良”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读障碍。
为了方便代际沟通，我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
。
　　三是修补性的。
翻看自己旧作，我少有满意的时候，常有重写一遍的冲动。
但真要这样做，精力与时间不允许，篡改历史轨迹是否正当和必要，也是一个疑问。
因此在此次修订过程中，笔者大体保持旧作原貌，只是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修补。
有时写得顺手，写得兴起，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
据说俄国作家老托尔斯泰把《复活》重写了好几遍，变化出短、中、长篇的不同版本。
中国作家不常下这种工夫，但如遇到去芜存菁和补旧如新的良机，白白放过也许并不是一种对读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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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态度。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支持这一套文集的出版，感谢文友东超、单正平等多次对拙作给予文字
勘误，还应感谢三十年来启发、感动、支持过我的各位亲人、师友以及广大人民。
　　韩少功　　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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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文集收入了韩少功的主要作品，占发表总量的七八成左右。
借此次结集出版机会，作者对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订。
    所涉及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恢复性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出版审查尺度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作者自主权一开始并
不是很充分。
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文学解冻初期，有些报刊编辑出于某种顾忌，经常强求作者大删大改，甚至越俎
代庖地直接动手——还不包括版面不够时的偶然剪裁。
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七折八扣并非作者所愿，在今天看来更属历史遗憾，理应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复。
    二是解释性的。
中国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带来公共语境的频繁更易。
有些时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语，如“四类分子”“生产队”“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
现在已让很多人费解。
“大哥大”“的确良”一类特定时期的俗称，如继续保留也会造成后人的阅读障碍。
为了方便代际沟通，对某些过时用语给予了适当的变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释性文字。
    三是修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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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人生·文化　看透与宽容　词语新解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作揖的好处　夜行者梦语　人之四
种　性而上的迷失　个狗主义　岁末扔书　在后台的后台　心想　圣战与游戏　佛魔一念间　爱的歧
义　伪小人　强奸(的)学术　遥远的自然　熟悉的陌生人　饿他三天以后　乏味的真理　自我机会高
估　公因数、临时建筑以及兔子　心学的长与短社会·历史　多义的欧洲　完美的假定　　附注：有
关争议及后续反应　哪一种大众？
　第二级历史　国境的这边和那边　人情超级大国　货殖有道　　附文：观察亚洲金融风暴　喝水与
历史　“文革”为何结束　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文学·语言　学生腔　留给“茅草地”的思索　“
本质”浅议　文学中的“二律背反”　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　信息社会与文学　文学的根　东方的寻
找和重造　好作品主义　也说美不可译　米兰·昆德拉之轻　灵魂的声音　无价之人　偏义还是对义
　批评者的“本土”　道的无名与专名　Click时代的文学　感觉跟着什么走　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　
好“自我”而知其恶　文体与精神分裂症　写作三题 　 附文：偷换了前提的讨论　为语言招魂　读
书拾零附录：重要译名双语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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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生·文化　　看透与宽容　　谢谢你认真地阅读了我的小说，并不辞劳累地写下这些字来。
文字是理性的产物。
你运用文字，实际上就已经把感觉筛滤了，分解了。
这样你训练了自己的理性，却损耗了自己的不少感觉。
因此我不得不费力来译解你这些字，揣度你内心中那些情绪化了的意思。
　　揣度别人是很困难的。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甚至揣度自己也未见得容易多少。
《女女女》写过这么久了，尽管我现在能尽力回忆当时写作的心境，但时过境迁，当时心境是绝对不
可能再完整重现了。
因此作者的回顾，事后的创作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实际创作情状复合，是并非不值得怀疑的。
人不能把脚两次伸进同一的流水里。
任何心理活动，任何创作，也许都具有“一次性”。
　　还是来谈点别的吧。
　　你提到的禅宗、东方神秘主义等等。
我知道，在现在一些文学圈子里，谈佛谈道颇为时髦。
我并不认为研究宗教——这一份灿烂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于作者来说是不必要甚至是很危险的，也
不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将很快消亡。
只要人类还未能最终驾驭自然和人类自己，还不能铲除杜绝人类一切刺心的人生矛盾，人类的灵魂深
处就还会隐着某种不宁和茫然，就还会有生成宗教的基础。
即便是一种精神鸦片的麻醉作用，对于某些缺乏勇气和力量来承受痛苦的人，要麻醉就让他们麻醉吧
。
这样做不是很人道吗？
不就是医生们常干的事吗？
但我对宗教又不无怀疑。
我不喜欢它们那些压迫生命欲望的苛刻教规，那些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繁琐教条，不喜欢那些关于天
国和来世的廉价许诺，不喜欢那种仅仅是为了得到上天报偿这种可怜私欲而尽力“做”出来的种种伪
善。
康德说：道德是一种自我律令。
任何迫予外界权威压力而不是出自内心的道德行为，都只是伪善。
我到过一些寺院，见过一些和尚和居士，我发现某些教徒大慈大悲的精神面具后面，常常不自觉地泄
露出一些黑暗：贪财嗜利，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也许像很多从事政治的人并不爱好政治，很多从
事文学的人并不爱好文学，很多从事宗教的人也不爱好宗教。
他们没有爱，只有欲。
他们的事业只是一种职业，一种谋取衣食的手段而已。
香港一位大法师在他的著作里也说过，只有极少数的教徒才是真正有宗教感的。
这想必是实情。
　　比较起来，禅宗的中国味道和现世主义色彩，使它显得可亲近一些。
作为一种知识观和人生观，它包含着东方民族智慧和人格的丰富遗存，至今使我们惊羡。
法无法，念无念——你不觉得这里面闪耀着辩证思想的深刻内核和基质吗？
但作为教派，禅宗也有“南能北秀”一类为争正统而互相攻讦的历史，显得并不那么超脱和虚净；也
有妄自尊大故弄玄虚繁文缛节大打出手，使那种清风明月似的禅境同样叠映上诸多污迹。
　　也许，真正的宗教只是一种精神和心智、一种透明、一种韵律、一种公因数。
它的任何外化和物化，它对任何教派的附着，都只能使它被侵蚀甚至被异变。
于是我不愿意接受任何现实的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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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能理解很多作者对宗教的兴趣。
在我看来，这种兴趣表现了他们创造现代新人格新智慧的急迫追求。
他们处于改革的动荡之中，处于中西文化撞击的隘口，身后是残破的长城和一片暖土，前面是大洋那
边的陌生的摩天大楼和滚石乐中的吸毒——到底选择什么？
这当然是似乎很学究气的问题。
在西方，从嬉皮士到雅皮士，从理想主义的否定到现实主义的肯定，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到温文尔雅
舒服安闲，很多青年人终于接受现实而变得安宁起来了。
他们就这样活下去。
但问题就这样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吗？
没有。
西方叫器似的滚石乐，使我们听到了他们某种需要充实和慰藉的心灵躁动。
而更重要的问题当然还在于我们自己，我们当上嬉皮士或雅皮士，就够了么？
　　历史赐予厚爱，让中国人付出数倍于其他民族的代价来重建人生。
很多朋友已经学会了“看透”。
在他们犀利的调侃、反讽、刻薄面前，一切故作姿态的说教者都免不了冷汗大冒，一切曾神圣显赫的
观念都狼狈不堪。
这些人总是带着有毒的眼光东张西望，既挑剔豪贵也挑剔平民，既挑剔改革者也挑剔保守者，既挑剔
哲学也挑剔武侠小说，既挑剔对他们的褒奖也挑剔对他们的指责，似乎什么也满意，什么也无所谓不
满意。
这些文化的弃儿，强有力地反抗和消解着文化，摧毁一切意识形态，包括集权主义也包括自由主义。
如果撇开他们中间一些自大狂和自私狂不说，他们显然折射了民族灵魂的某种觉醒。
他们的“看透”，将成为在中国复活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大障碍。
这种障碍不一定来自成熟的理论修养——他们不具有；不一定来自强大的组织体制力量——他们往往
吊儿郎当游离组织之外。
这种障碍是来自他们制造了一种流行的人生意识，来自他们对社会传统习尚、情绪、思维方式等等的
一种破坏式检验。
就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他们客观上并没有出世和消极，而且以另外一种方式参与了社会，推动了社
会的前进。
　　但从主观上来说，他们中间某些人确是经常宣布要出世或玩世的，经常预告要消极的，有的甚至
以自大自私为荣，以承担责任为耻。
这些人享受朋友的帮助但转脸就嘲笑友情，一边挥霍建设的成果却一边鄙弃建设，他们肆无忌惮地刻
薄一切人之后又经常抱怨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他们骂倒一切传统的作品之后又经常为捍卫自己的作品
与更激进的作者争个面红耳赤。
对这些家伙，我们惟一可做的事似乎就是拨开他们那些油嘴滑舌或慷慨激昂，也来“看透”一下他们
，看一下他们那种矫饰或袒露的狭小胸怀、浅薄思维以及小霸主、小法西斯分子的人格素质。
西德作家伯尔说：将要进入自由的人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学会如何运用自由，否则自由会把他们毁灭
的。
伯尔这句话似乎是对中国现实的预见。
我们某些同胞至今还未体会到，自由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是对自己的解放，也是对
他人的解放。
那种不负任何责任的自由，不是现代公民的自由，而只是封建帝王的自由——即使这个帝王穿上了牛
仔裤在大街上哼着小调，但他屁股上的传统烙印仍让人恶心。
　　没有把看透也看透，实际上没透。
正如有些朋友什么也不在乎，实际上很在乎他们的不在乎；什么也虚无，却把这种虚无拿去说去写去
唱去呻吟去叫嚣，弄得百般的实有。
用禅宗的语言来说，这些人只知“无”而不知“无无”，仍是执迷。
　　看透与宽容，应是现代人格意识的重要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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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想起了陶渊明，他心智的高远与处世的随和结合得十分自然。
又使我想起了鲁迅，他知世故而不用世故，有傲骨而无傲气，常常知其不可而为之，只缘了“并不愿
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只缘了“聊以慰藉那在
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这种真正的东方式的看透与宽容，东方式的大彻大悟大慈大悲，亦是你说的那种齐生死、等凡圣、平
愚智、一有无的人生境界。
　　也许你会说，看透不就是“看破红尘”吗？
宽容不就是“普度众生”吗？
那么你是对宗教表示认同？
我觉得，如果今人的人生意识中出现了与传统宗教的相通相接之处，这是并不奇怪的。
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也可辨出康德、黑格尔等前人甚至古希腊哲学的基因。
但我更愿意把这种心态意向称之为审美化的人生信仰。
它将避免宗教那种非科学甚至反科学、非社会甚至反社会的缺陷，却能继承和发展前人对人生奥秘的
探索，顺应着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转换，如星光把人们导出漫漫的精神长夜，导向和谐、幸福和
坚强。
它不会许诺终极的目标，只是昭示奋进过程本身的意义。
　　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创见。
很多前辈都说过，以后很可能用美育来代替宗教。
细想是有道理的。
　　写了这么多，其实我多次下决心戒写这类胡言乱语。
说这些，实是愚蠢之极。
　　词语新解　　生活的不断丰富变化，也就有了语言的不断丰富变化。
国外常有新词词典出版以跟踪动向，搜新抉奇、匡定规范以方便普及流通。
笔者仿其制一试，汇成若干条，意在清理个人体会，其实与语词学无关，当然也就不宜通用。
　　记忆——被欲望筛选或改写了的往事，能为欲望提供更多振振有词的理由。
　　潇洒——享受了别人善良的帮助，立即耸耸肩，指斥善良是虚伪透顶的鬼话。
　　浅薄——大胆行动的宝贵能源，因此历史常常由浅薄者创造，由深刻者理解。
　　造反——要求民众为了以后的利益，先牺牲现在的利益；要求民众为了对外争取民主，先习惯内
部的不民主。
　　慈善主义——贵族们自我拯救的心理减肥操，对贫民们物质剥夺之后的精神剥夺。
　　科长——比副科长有更多机会和更多义务，对不好笑的话哈哈大笑。
　　门窗防盗网——良民与罪犯互换场地。
　　便携式电话——时下的一种荣耀，通常表示受他人役使的时间由八小时无偿地扩大至二十四小时
。
　　家用健身器——懒惰得连大门都迈不出去的人，表示自己也爱好体育的威武物证。
　　名片——印上越来越多的职务头衔以强调自己缺乏自信，这一点让他人一见面就知道，而且带走
备忘。
　　现代佛庙——（一）佛教旅游开发公司或佛道联营旅游开发公司；（二）吸收对来世幸福的投资
，与股票市场差不多。
　　傲慢——对小人物可以傲慢，对顶头上司以外的鞭长莫及难以报复的大人物也可以傲慢。
傲慢者都懂得这_条安全规则。
　　拜年——熟人们对日渐衰老之躯的相互年检。
　　闲暇——很多人最累最慌最无聊最难熬到头的刑期。
　　文学——花言巧语。
　　伪劣作家——做派最像作家的人。
　　作家协会——除反常的情况外，通常是一些已经不写作的人代表所有作家向政府和社会要钱并把
钱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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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主义——眼下一切不好解释的文化现象都可由其统称。
　　人生痛苦——文化人吊膀子时的流行话题，常佐以不那么痛苦的吃喝玩乐并给你看手相。
　　最高智慧——说三个问题时知道哪一个是主要问题。
如此而已。
　　阿Q——差一点火候的庄子。
　　美德——一种使近从者感到压抑而使远观者赞叹的精神现象，因此美德总是属于书上的古人。
　　孩子——使很多夫妻重新找到话题的精神救援品。
　　无知——被电视机培育出来的无所不知，在信息爆炸时代日渐普遍的现象。
　　自由——常常比专制更为可怕。
自由使低能者与卑劣者暴露无遗，没有客观原因可供自我开脱和自我安慰，一切责任自己承担。
　　老实——弱者最后的社交资本。
　　孤独感——很想受到别人注意的感觉，并经常说给别人听。
　　A总统——很像A总统的那个人。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安乐死的问题正争议热烈。
其实，未知生焉知死？
我们该讨论一下安乐生的问题。
　　这个问题曾经不成问题。
中国早有古训：安贫乐道。
安贫者，得安；乐道者，得乐。
安贫乐道便是获得人生幸福的方便法门。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陶渊明）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
（苏东坡）这不是一幅幅怡然自适遗世独立的君子古道图吗？
不过，也许是先辈们太安贫，安得人欲几灭、功利几无，中国就一直贫下来，贫到阿Q就只能宿破庙
捉虱子了。
被人打，就说是儿子打老子，有精神胜利法以解嘲，充当了“安贫乐道”论的另一版本，一种退化了
的遗传，最后被豪强抓去砍了脑袋。
看来，富者不让贫者安乐，贫过了头就要被老太爷或八国联军欺压。
要想活下去，得另外找办法。
　　西来的工业文明亮了中国人的眼。
安贫乐道作为腐儒之论被讥嘲被抛弃被pass。
贫怕了的中国人开始急切致富，而很多社会学者几乎有“发展癖”，无论左翼右翼都一齐奉“发展”
为圣谕，力图让人们相信，似乎只要经济发展了即物质条件改善了，人们就会幸福的。
确实，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
还带来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三转一响”“新八件”，还有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炫目前景。
但是，随着物质财产神奇的增聚，随着物欲得到充分满足，厌倦作为满足的影子紧紧随后也在悄悄滋
长，并繁殖出更多的心理黑暗。
很多人反倒不怎么会安，不怎么会乐了。
称作“文明病”的莫名焦灼感孤独感正在富起来的人群中蔓延。
这些人最爱问的是：“有意思吗？
”（在美国的同义语：是不是interesting？
能不能够makefun？
）他们最常回答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没意思。
”——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听到。
俭朴、读书、奉献社会，当然早成了头等没意思的事。
看电视没意思，电视停了更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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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闲逛没意思，辛苦上班更没意思。
找个情人没意思，厮守着老婆或丈夫更没意思。
他们渐渐失去了独处半日乃至两小时的能力，在闲暇里自由得发慌，只得去大街或酒吧，绷着脸皮，
目光黯淡，对三流通俗歌手假惺惺的爱啊恋啊，表示漠然的向往；对这些歌手假惺惺的愁啊苦啊，表
示漠然的共鸣。
他们最拿手的活就是抱怨，从邻居到联合国，好像都欠了他们十万大洋。
　　奇怪的现象是：有时幸福愈多，幸福感却愈少。
如果七十年代的一位中国青年，可以因为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而有两年的幸福感，现在则可能只有两个
月甚至两天。
大工业使幸福的有效性递减，幸福的有效期大为缩短。
电视广告展示出目不暇接的现代享受，催促着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率。
刚刚带来一点欢喜的自行车，在广告面前转眼间相形见绌。
自行车算什么？
自行车前面是摩托，摩托前面是小轿车⋯⋯电子传媒使人们知道得太多，让无限的攀比对象强人民宅
，轮番侵扰。
人们对幸福的程程追赶，永远也赶不上市场上正牌或冒牌的幸福增量。
幸福感就在这场疲倦不堪的追逐赛中日渐稀释。
　　现代新人族都读过书识过字，当然也希望在精神领地收入快感。
现在简单啦，精神也可以买，艺术、情感、宗教等等都可以成为有价商品。
凡·高的画在拍卖，和尚道场可以花钱定做，思乡怀旧在旅游公司里推销，日本还出现了高价租用“
外婆”或“儿子”以满足亲情之需的新兴行业。
金钱就这样从物质领域渗向精神领域，力图把精神变成一种可以用集装箱或易拉罐包装并可由会计员
来计算的东西，一种也可以“用过了就扔”的东西，给消费者充分的心灵满足。
　　是不是真能够满足？
　　推销商能提供人们很多幸福的物质硬件，社会发展规划也制定出钢产量、人均生产值、学校数目
和病床数目等等指标。
但一个人所得亲情的质与量，一个人所得友谊的质与量，一个人创造性劳动所得快感的质与量，一个
人洽处和感悟大自然的质和量，一个人个性人格求得丰富美好的质与量⋯⋯这些幸福所不可缺少的精
神软件，推销商不能提供，也没法找到有关的计量办法、质检办法，以把它们纳入发展规划然后批量
生产。
正如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辆小轿车，但并不能配套服务——同时供给你朋友的笑脸或考试的成功，让
你驱车奔赴。
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台电话，但没法保证话筒里都流淌出亲善、智慧有趣、令人欣喜的语言，而不是
气咻咻的吵架或哀哀怨怨的唠叨。
　　精神是不能由别人给予的。
政客和推销商们从来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他们只能含糊其词，或者耸耸肩，最好让大家都把这件事忘
记。
　　苏东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安劳苦易，安闲散难。
忍痛易，忍痒难。
”贫贱者易生焦渴，富贵者易生厌倦，二者都不是好事。
但贫贱者至少可以怨天尤人，把焦渴之苦归因于外部困难的阻迫，维持对自己的信任。
而富贵的厌倦之苦完全是自作自受，没法向别人赖账，必须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不能不内心恐慌。
贫贱者的焦渴是处在幸福的入口之外，还有追求的目标，种种希望尚存。
富贵者的厌倦则是面临着幸福的出口，繁华幻影已在身后破灭，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
这样比起来，东坡先生所言不差。
难怪他常常警告自己：“出舆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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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腐肠之药。
”亦如德国人尼采说的：“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贫困。
”他们都对富贵瞪大了警惕的眼睛。
人类虽然不必太富贵，但总是要富贵的。
东坡、尼采二位的拒富仇富主义终不是积极的办法，不能最后解决灵与肉、心与物这个永恒难题。
只是现代不少人富后的苦日子，不幸被二位古人言中，实是一桩遗憾。
应该说，事情还刚刚开始，东西方都在较着劲干，没有人能阻止经济这一列失去了制动闸的狂奔列车
。
幸福的物质硬件不断丰足和升级，将更加反衬出精神软件的稀缺，对局中人构成日益增强的压力。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不过是上帝同人类开的一个严酷玩笑，是对人类的强化考验。
　　苏东坡一生坎坷，但总是能安能乐。
如果说陶渊明还多了一些悲屈，尼采还太容易狂躁，那么苏东坡便更有健康的光彩。
他是一个对任何事都有兴趣的大孩子，是一位随时能向周围的人辐射出快乐的好朋友，是一位醉心于
艺术探索、政治改革以及兴修水利的实千家——可见他的安贫不意味着反对“富”民。
我每次想起他的形象，便感到亲切并发出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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